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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死亡图像”教学活动指的是通过引导学生将自己想象的死亡场景以图像的方式

进行描绘的一种情境化教学方式。这一教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代大学生面对死

亡课题的个性化和多元化特点，及其死亡认知和态度的二元性结构：想象与事实共在的

死亡图像、积极与消极并存的死亡态度以及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的死亡观念。通过“死

亡图像”教学活动，既可从微观层面了解当代大学生的生死观，又可从宏观层面了解这

些生死观背后的文化特质，这对于更好地开展高校生命教育、构筑生命教育的环境有着

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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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观作为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人们对于生与死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不同的

文化境域和多样的人生经历都会对个人的生死观念产生不同影响，而个人的生死观又将反过

来影响其自己对于生存、生活以及生命意义的看法。因此，如何理性地面对生命体生老病死

的自然规律以及如何善待和敬畏他者的生命，不但是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重

大人生课题，也是生死教育至关重要的内容之一。为了更好地探索当代大学生对于生活、生

命以及死亡等涉及人生重大问题的态度和观点，笔者在其开设的《生死学与生命教育》课程

中对学生展开了“死亡图像”教学活动。透过“死亡图像”这一教学活动，一方面促使学生

直面死亡问题并检视自身的生死观，另一方面则从侧面映射了死亡问题的时代气质和文化意

蕴，这一活动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死亡教育及其相关的文化传统，并进一步推动高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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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一、“死亡图像”教学活动的本质及其意义 

“死亡图像”的教学活动主要是在笔者所在高校开设的《生死学与生命教育》课程中开

展，从 2009 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期间一共进行过 7 期，每期学生参与人数大概为 85 人，

总参与人数近 600 人左右。该教学活动属于本课程“濒死与抚慰”专题的课堂实践内容之一，

主要是根据学生心中潜藏的“死亡印象”来描绘“死亡图像”，从而再现某种“死亡场景”，

并以此检视自己的生死态度。这一活动所依据的是图像叙事的理念，借以情境教学的方式，

将学生潜在的死亡观念以图像的方式投射出来，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生存、生活和生命的意义。

透过死亡议题的讨论，一方面可以了解目前大学生在对待生命和死亡等问题上的各种观点，

进而有效地分析他们的生命观所具有的共性与个性特点，从而帮助其探索自身面对死亡的态

度和情感，引导其树立正确、积极的生命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深入发掘隐藏在个体生死观

念背后所隐藏的文化结构，并以此为前提考察目前社会对待死亡的一般态度以及生命教育的

总体环境，进而提倡一种生命化的教育理念，尝试为高校生命教育工作的展开提供一定的参

考。 
从教学理念而言，《生死学与生命教育》课程首先是一种“生命化”教育，所谓“生命

化”教育就是能够在教育过程中凸显主体个性化的生命感知、体验和领悟，它“始终指向一

个个永无重复、永难穷尽的生命个体，始终以成全每一个健全和富有个性的人为自己最为根

本的目的”[1]。所以，“生命化”教育所强调的并不是将各种“碎片化”的知识统一地灌输

给学生，而是通过一种心灵的互动以使学生从整体上感悟自己的人生并提升自己对生命价值

的理解以唤起心灵的觉醒。根据这一理念，本课程所开展的“死亡图像”教学活动正是通过

“以死观生”这一特定生命化语境所展开的个性化、情境化和立体化的教学模式。这一活动

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体会到一种生动活泼的生命教育场，在其中，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

生命教育的教育者和学习者，并共同构筑生命教育的立体情境，体验生命的丰富，触发心灵

的觉醒。正如黄俊杰先生所指出的：“所谓‘教育’是一种唤醒生命的专业，尤其是以‘心

灵的觉醒’为其核心。[2]”心灵觉醒需要生命感知，生命感知和体验源自生活情境，因此，

生命教育的主体也必须是有血有肉的鲜活个体，从而使生命教育真正成为“入乎其内”的教

育。 

生死学与生命教育除了注重多元化、个体化和生活化等要素之外，其更深层次的则是一

种以生命终极关怀为目标的教育，它以生死问题为核心，将生与死的问题结合起来探讨，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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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学”在生命教育的实践领域发挥其应有的意义。“生死学”这一概念首先是由台湾学

者傅伟勋先生所提出，他指出“生死学”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包括涉及我

们生命与死亡（及死亡过程）的有关对象、问题、课题等的探讨或研究；就狭义而言，则专

门关涉到环绕着个体的生与死及相关性问题或课题的我们个别实存主体在生命高层次（人伦

道德、终极关怀、终极真实）的价值取向与生死态度[3]。”傅伟勋先生主张死亡问题应该放

在广义生死学当中予以探讨，并强调生与死构成了不可分离的一体两面，唯有由生入死、由

死观生才有可能真正发挥“生死学”的应有之意。实际上，生与死这一关联最为深刻且普遍

地界定了人们存在于世的感受，这是由于那由死而来的生存的界限（有限性），对于人们对

生的意义的领会和评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探究死亡课题是为了更好地谈论“生”

的意义和价值，死亡教育的真正目的“不在于仅教导人认知死亡的过程与真相，不在于透过

对死亡概念性的认知来达成减除死亡恐惧的目的（事实上也无以达成）”[4]，而在于通过“探

究死亡、濒死与生命关系的历程，能增进吾人醒觉生命意义，并提供吾人检视死亡的真实性

及其在人生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与重要性。其目的在于帮助吾人以虔诚、理解及庄严的态度面

对死亡及死亡准备。……其宗旨在于使人掌握健康而积极的生命观，以创造积极而有意义的

人生”[5]。鉴于此，“死亡图像”教学活动将有助于树立学生对于死亡之终极性问题的自觉

意识，进而引发其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问，并从“先行到死”中去领会生存的内在意义，更

好地引导其找出或建立自己的生死观。本质而言，这是一个从学习生死到学会生死的过程，

它“一方面让人们获取关于生死的知识性学问，另一方面则努力将生死哲学的知识落实于生

活实践，把生死的知识性学问转化为生死的生命性学问”[6]。即在学习生死知识的基础上构

建人生智慧与死亡智慧来应对复杂的生死问题，并进而有意识地直面死亡以完整地看待生命，

去探问生命的意义，提升生命的品质。 

二、“死亡图像”教学活动的理念及其方式 

“死亡图像”这一教学活动提倡的是生命化教学理念，遵循主体多样性、个体性等原则，

借助的是图像叙事的教学方法，核心是生死观的探索。针对死亡主题的叙事与一般的情境叙

事有共同点，如作为叙事的主题和内容可以帮助叙事主体塑造自我相关的情感、态度和价值

观，其表达的内在含义同时也可以被叙事作者和读者领会重构，因此叙事的过程既是一个自

我和他者的共同“指涉”的过程，同时也是叙事文本、作者和读者“互构”的过程，更是内

在意义的呈现、挖掘和沉淀的过程。但“死亡图像”这一叙事活动也有其特殊性，因为它打

破了日常“沉沦于世”的生活模式，将死亡这一“尚未到来”的必然性带入当前叙事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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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外在形式而言，“死亡图像”这一教学活动所运用的是情境教学模式展开图像叙事，

其深层次的目的则在于借助这一死亡图像的形式打破日常话语模式“以死观生”，以此考察

叙事作者的生死观和生命态度。具体而言表现为以下两点： 

其一，在形式上，运用情境教学模式，展开图像叙事。图像作为一种形象的“语言”表

达，说明的是“一个符号系统与其对象的故事或事物存在着某种解释，使之诉诸‘心灵’，

符号使‘心灵’产生了某种观念”[7]。这一特殊的图像符号体现的是描绘者的思想、反思、

意识或无意识、体验、情感等，是主体表达的主要介质之一。图像不只是人脑中对客观事物

的简单映射，而是在通过图像叙事唤醒主体对某一情境的整体性感觉样态。因此，不能“低

估图像文化，尤其是动态图像文化，由于它们通过图像作用于情感，从而已经并将继续对表

述与价值系统施加的深远影响[8]。”从方法上来讲，图像叙事往往借助一定的实物或场景来

重构思想意图并达到某种叙事效果。由于每个人对于死亡的感知（经验）并不相同，而且对

死亡的描述方式也存在差异，如话语言说模式、文字书写模式或者图像描绘方式等。但无论

何种模式，都可能需要借助一定的情境进行表达，情境的关键点在于“情”、“境”二字，

所谓“‘情’由 ‘境’生，‘境’为 ‘情’设，并随‘情’变。这里的‘境’不仅仅限定

教学过程某个时段，也不限定于某门课程或固定场所中，而是多元的[9]。”因此，“死亡图

像”的教学情境既有图像描绘者在某个“经验”事件后所留下的死亡印象，也有通过经文化

或者媒体传播后所导致的死亡印象。对于死亡亲历者而言，绘画或许是一种艺术化的创伤治

疗，因为绘画具备非语言的沟通特质，可帮助不擅用语言表达自己感觉的主体。此外，在完

成图画的过程中，作者较能投入事件的具体情境，从某种程度上能使其情绪得以沉淀缓和。

如果作者在画中表达的是负面意象，则可尝试帮助其跳出这些负面情绪，并从另一个角度去

看待死亡，从而降低对死亡的恐惧；如果作者画出的是积极情境，则更可鼓励其重新诠释生

命与死亡，发挥其内在的潜力去面对未知。因此，“死亡图像”活动既可帮助同学们澄清自

己对死亡的想法，也可以知道他的想法中何处有混淆的盲点，可进一步再与其一起讨论。总

之，这个活动可以让同学们在思考关于生命、濒死及死亡等诸课题中一起探讨死亡的意义，

追寻生命的价值。  

其二，在内容上，打破日常话语模式，以死观生。长期以来，忌谈死亡成为大多数中国

家庭的共识，为了避开这个负面的禁忌词语，古人在语言实践中创造了大量的委婉替代词如 

 

升天、谢世、羽化等。这些“死亡”替代词作为一种社会语言现象，成为了社会忌谈死亡这

一传统的文化镜像。而在各种现代思潮的塑造和影响下，死亡更是成为了一个黑暗、虚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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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人们忌讳死亡、厌恶死亡，无法也不愿为死亡做好准备。人们更在意的是自己怎样“活

在当下”，至于死亡则是一个暂时无须考虑的“遥远”事件。于是，生与死的距离从纵向距

离（生死连续）来看，总是“尚未到来”：死亡是未来式，永远不会和现在相关。一种没有

死亡的“存在”，“思绪”总是被生命中所谓重要的事情所占据。人们习惯于把死亡议题往

后无限推延，死亡的紧迫性被延迟在当下生活的宁静之中，自我与死亡的关系则呈现出一种

“逃逸”的关系，这种“逃遁”关系给常人带来一种操持上的安定，使其对“人终有一死”

的事实总是漠然待之；从生与死的横向距离（生死关联）来看，死亡总是他者的死亡，永远

不会是我。正如托尔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曾描述伊凡的几位同事接到伊凡死讯时

的心理反应，其中一个说到：“还好是他死了，不是我。”死亡变成了一种隐晦的甚至被遮

蔽的事件。可是，当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刻，很多人却只是忧虑和恐惧，使得生死的品质难以

体现。“死亡图像”活动一方面打破了时间上的“未来”预设，使作者能够从“先行到死”

中进行人生筹划，并从连续性的外在时间中脱离，进入“非常态”的时间模式，真正从“内

在时间”的体验中塑造最真实的价值期待；另一方面则拉近了与死亡的空间距离，直面作为

“他者”的死亡状态，从而帮助图像作者在面对自己或他者的死亡中来处理其内在的心理冲

突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并且藉由去检视死亡的过程中发展出较能理解、欣赏与尊重生命的态

度。 

三、“死亡图像”教学活动中的死亡图像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主要是根据学生所描画的“死亡图像”以文字的方式进行概括和总结，并

进行相应的分类归纳。根据学生所描绘的“死亡图像”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形：（1）

与丧葬仪式有关的场景；（2）媒介传播所产生的死亡印象。其中既包括传统媒介（如文学

作品、神话）所涉及的死亡话题，也包括现代媒介（如电视、电影）的影响下所产生的死亡

印象（这一部分又细分为具有恐怖、令人害怕、不安等的死亡印象；具有虚无、分界、结束

等较不恐怖的死亡印象；自然事物设想）；（3）“经验”事件后留下的影像（去世场景、

车祸场景、丧葬场景等）；（4）宗教意涵的死亡图像；（4）具有形上思维的死亡想象（5）

与现代医学相关的死亡场景；（6）有关死亡的心理情绪表达；（7）临终场景设想；（8）

死后场景设想。其中有些情形是相互交叉的，例如丧葬仪式有关的场景、临终场景、车祸场

景等既可以是“经验”事件后留下的死亡印象，也可以是通过经文化或者媒体所导致的死亡

印象。具体如下： 

（一）与丧葬仪式有关的死亡图像  



黄瑜 ：“死亡图像”教学法及其在高校《生死学与生命教育》课程中的运用 

华人生死学 ．2022 ．（1）：44-57                                                            49 

 

丧葬是对死者的操作形态，通过一系列的丧葬程序、礼义表达对死者的尊重，并通过祭

祀行为与死者重新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从而形成独特的死亡心理和死亡文化。中国传统丧葬

礼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要包括殡、丧、葬、祭四个部分，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多

体现。学生对死亡的感受大多来自于丧葬场合所见，其中又以棺材及坟墓最多。如下图所示： 

表 1：与丧葬仪式有关的场景图像 

在一棵大树旁边有一座坟墓以及

墓碑 

日落时，一具骷颅躺在盛开花朵的

棺材里在阴森的森林里 

四座大山，山上立着墓碑，山下有

着无数小草 

在一个宅子里，桌子上放着三支蜡

烛，在宅子正中间放着一副棺材 

“我”躺在棺材里，家属在一旁排

队献花 

在一座房子里面摆放着一个棺材，

两边站着的人们一齐低头默哀 

一座坟墓以及墓碑 棺材里的“我”无声地流着眼泪 亲人排成两排在飘零的细雨中哭泣 

病人痛苦躺在床上，家人在旁；紧

接着死者入墓，刚开始很多人来墓

地看他，后来很少人来看他，墓地

长出了很多杂草 

在一个墓碑前面摆放着三支蜡烛以

及鲜花食物，在旁边摆放着书信花

环戒指等物品陪葬的棺材，里面的

主人变成一缕魂魄而且面带笑容 

在一张鲜花点缀的床上躺着一位盖

着被子，双手交握的人 

一个墓碑，照片主人面带微笑，在

墓碑前面摆放着一束鲜花 

殡仪馆；棺材；骨灰盒；花圈 遗像；祭祀烛台 

（二）媒介传播所产生的死亡印象 

媒介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反过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状态及其思想。随着社会的不

断发展，传播媒介也在不断更新，由口口相传到印刷文化的兴盛，到现代社会的电视、电脑、

互联网等各种新型动态媒介的传播，使得人们可以广泛获取各类资讯。通过媒介，大学生们

可以接触到传统经文化（如文学作品、神话故事等）及其现代媒体（如电视、电影、互联网

等）所涉及的死亡问题，并对自身的死亡观念产生一定影响，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具有

恐怖、令人害怕、不安等的死亡印象；具有分界（彼岸）、结束等较不恐怖的死亡印象；以

自然事物表达死亡情境。因为传播媒介常用这些典型的形象来象征死亡，或者因为个人自己

的想象诠释，从中透露对死亡的感觉，所显示的是受环境所影响的对死亡的一般概念。如下

图所示： 

表 2：具有恐怖、令人害怕、不安等的死亡印象 

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在泳池中间瑟

瑟发抖，恐惧不安 

在一棵大树旁边有一座高楼，有一

个人从上面坠落 

一个男士被手枪击中，顿时口吐鲜血

以及向后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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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自己拿着手枪对着脑袋开

枪，霎时间脑浆鲜血崩出 

有一个人呈“大字形”倒在血泊里 一个人躺着地上，地上留着他的鲜血 

割脉 呆若木鸡的人头 跳下悬崖；谋杀 

表 3：具有分界、结束等较不恐怖的死亡印象 

一个女孩子正在寻找天上的被云

挡着的太阳 

在一座房子里面，房顶挂着一盏灯，

十分的亮，照着在床上躺着的人 

“我”在天空中飞，有太阳和云朵，

虽然很痛苦 

一束亮光在一片深黑的深渊里面

一直往下掉，亮点越来越小 

彼岸花流中间，一群人在渡河前往

一个小亭子里 

在一片灰色的大海上面，灰色的夕阳

正在下落 

两个人乘坐小船看着半藏在海里

面的太阳 

一个人正在走向充满光芒的大门 我躺在一叶小船上，旁边有个放大镜 

表 4：自然事物设想死亡情境 

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里，一个人

站在大树旁边看着天上的云以及

躲藏在云后面的太阳 

大草原的上长着一棵水果树，尽头

是一间小木屋，白云朵朵在天空

笑，太阳公公躲在彩虹后面 

一只死了的小鸟躺在一棵大树下 

花从盛开到凋谢死亡的周期 树叶凋零 大海；宇宙星空 

一只海鸥在红色的天空上飞翔 一朵毫无生气且没有绽放的花朵 鲜花绽放；软绵绵的云朵；彩虹 

（三）“经验”事件后留下的印象 

这一类是经历某些个别“死亡”事件（如亲朋去世、车祸现场等）后留下的印象（见表

5），更具“直观”性，与前两类（丧葬仪式、媒介传播）的死亡印象相较，属于个人较深

刻的死亡事件经验，甚至可能留下心理“创伤”。这些经验尤其是个别危机事件将明显影响

亲历者的死亡认知，如果不处理好这类经验，则可能会对个体生死观产生负面影响，并直接

导致其面对死亡问题上的消极应对方式。 

表 5：经验事件后留下的影像 

在路上，一辆汽车变速驾驶，将在

前面的行人撞飞 

在路上，一辆轿车撞倒了行人 亲人去世（多数） 

（四）具有宗教意涵的死亡图像 

由于受到宗教生死观念的影响，有一部分学生的“死亡图像”明显带有宗教意味。从结

果来看，大多与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的思想相关，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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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具有宗教意涵的死亡图像 

佛珠；焚香 一个已死的人灵魂出窍（多数） 

一个大十字架立着，在它旁边有一

个标有小小十字架的棺材 

面带微笑的天使（多数）；十字架 黑白无常 

“我”的灵魂出窍，看着家属在病

床旁 

左右两个幽灵引领着前往一个向

下的阶梯；死神拿着镰刀站在旁边 

星空下一架通往天国的阶梯；天堂 

我的灵魂升天，很多人在病床旁伤

心地哭泣 

在一个大大的立着的十字架前面

站着一个双手交握的人 

坟墓里面躺着的人变成一缕魂魄

飞向天堂 

西方接引，往生极乐；灵魂摆渡 

（五）具有虚无、抽象的死亡图像 

此类图像将生与死的对立描述为实体与虚体的对立，生命存在表现为多元化的实体，死

亡则意味着虚空，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倾向。这种死亡图像一方面体现了学生普遍拥有的现

代科学的认知习惯与死及死后世界不可知之间的紧张，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存在与虚无之间的

二元论困境在生死问题上的具体显现。 

表 7：具有抽象形上思维的死亡图像 

一个实体变成虚体，1 变成 0，一

切归无 

无数条线向着中间的原点汇集：每根

线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待我逝去，

同我一齐去往洞的另一侧的新世界 

黑色，一片漆黑的空间 

黑白太阳 一片黑白浪床 一个黑白灰的正方体 

一片空白；似在非在 闭上眼睛后是一片虚无、灰黑的世界 句号；迷宫 

（六）与现代医学相关的场景 

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医院成了人们治疗疾病以及临终的主要场所。因此，学

生的所画的“死亡图像”很多都是来自于医院相关的场景，如病人、医疗仪器、家属等等。

现代人一般都是在医院里去世，表现为脑功能和其它生理机能衰竭等医疗性指标，这种死亡

处理方式的技术化一方面增加了人们对延长生命的期待，但另一方也可能强化人们死前的孤

独与无助感，加重人们对死亡的焦虑与恐惧。 

表 8：与现代医学相关的场景 

“我”躺在病床上打点滴，家属在

旁哭泣 

家属在急诊室前等待 

死者躺在病床上，心脏连着仪器，

家属在床边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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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床上躺着一个病人，身上连接着

仪器以及在吸氧 

一个躺在地上双眼以及嘴巴不断

流出液体且双眼放空；另一个躺在

座椅上双眼放空而且双眼以及嘴

巴不断流出液体 

时针和分钟都指向 12，在一张床

上躺着一个人，心脏连接着仪器，

床下面摆放着一双鞋子 

心电图骤然停止 躺在病床上打点滴，家属在旁哭泣 一座有着无数病房的医院 

心率由波动到一条直线，心率为 0 

死者躺在病床上，心脏连着仪器，

家属在床边哭泣 

ICU 病房 

（七）有关死亡的心理情绪表达 

此类图像并不多，主要是从他者的角度来看待死亡，但这里的“他者”基本是与死者具

有密切关系的人。这种图像涉及丧亲者的哀伤反应，两组图像中主要提及了女人和孩子的哭

泣，这说明在哀伤抚慰的过程中需要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哀伤反应做出相应的护理方案，

在关怀遭受负向动机的同时采取同理心的陪伴。 

表 9：有关死亡的心理情绪表达 

一个孩子边坐着边双手抱膝大声

哭泣 

在一张大桌子上躺着一位年长的

女人，在桌子旁边跪着一个女孩

子，正在哭泣 

很多人围着棺材哭泣（多数） 

（八）临终场景设想 

部分同学描绘了濒死或临终的场景，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有亲人在旁的濒死场景，

这点显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善始善终观念的影响；另一种是濒死之人独自离开世界的场景，

体现了临终者从“社会化”到“去社会化”的过程。 

表 10：临终场景设想 

濒死的人躺在床上，亲属在床边

（多数） 

死者躺在床上，身旁有人排队默哀 

天气晴朗，落地窗旁，老人看着书，

安详地迎来人生最后一刻 

旁边的人准备给女孩送水果时，发

现她已经躺在摇椅上面带微笑地

死去 

一个安静地躺在床上的人；一位女

子躺在床上“睡着”；床上躺着一

个四肢朝天的人 

死去的人躺在床上，旁边摆放着丰

盛的食物 

（九）死后场景设想 

此类死亡图像涉及两种思维取向，一是自然意义上的死亡，意味着肉体生命的消解；另

一个概念则是灵魂的存在，虽然肉体生命消解了，但灵魂却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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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不同的“归宿”，为死亡这一自然事件提供了精神上的补足，如人文、宗教上的寄托。 

表 11：死后场景设想 

一个只有头部骷髅头 一个骷髅头加一副交叉的骨头 

三个骷髅头以及交叉的骨头，形状

不一 

一副完整身躯的骷髅 坟墓；祭祀 魂魄；死后天堂；回归自然 

四、“死亡图像”教学法的几点启示 

尽管在课堂上的创设情境与生活情境存在一定落差，但“死亡图像”这一教学活动在一

定程度上仍可展现学生面对死亡课题的个性化和多元化特点，及其死亡认知和态度的二元性

结构。从个体角度而言，当代大学生对于死亡问题基本持较为理性的观点，这与当前科技的

发展进步、医学知识的日渐普及等有较大关系。但从整体环境而言，中国目前无论从家庭、

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对于死亡话题都还是相对比较忌讳的，这对于生死教育的开展带来一定的

困难。 

（一）死亡图像：想象与事实多元 

从所进行的“死亡图像”描绘活动来看，无论是死亡图像本身还是由此呈现出来的学生

对于死亡的认知，都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有些同学描绘的死亡场景是一些在现实中真实发

生过的死亡事件，这种情形分为两种：一种是与自己有一定“距离”的事件，另一种则是自

身所亲历的事件。还有另一种状况，则是同学们由于受到自身的民俗传统以及媒介传播的影

响下所产生的死亡印象。不过，无论是哪一种情形，实际上都可能对图像描绘者的心理构成

一定的“刺激”，并在其内心勾勒出一定的死亡轮廓，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主导其生死观

念的主要因素。就同学们对于死亡的认知层面来看，同样也是多元的。例如，不少同学认为

死亡是灵魂出窍，进入天堂/极乐（见表 6），也有的同学认为死亡就是一个自然的消解过程，

因此他们的死亡图像描绘主要凸显了坟墓、骷髅（见表 1、表 11）等事物。这种差异实际上

已经触及到了死亡的本质问题：死亡只是肉体生命的消解直至存在的虚无？还是意味着肉体

生命虽然消解，但灵魂却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存在”？这些事实的或者想象的死亡图像一方

面让我们不可避免地意识到，我们和所有生命体一样，总有一天都会面临死亡。但另一方面，

死亡的虚无感又会让我们产生死亡的焦虑和无助感，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回避或者逃避死亡

话题，或者寻求某种信仰试图应对这种虚无带来的恐惧。面对死亡，尽管存在诸如存在与虚

无、有限与无限等矛盾，但这种对死亡的终极探讨也恰恰能够令人“能够探问生命的意义—

—一个使他超越自身生命、感受到自身永恒性的问题。人认识到自己必然死亡,也就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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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超越死亡的”[10]。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图像”活动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教学

活动，虽然没有人可以通过这项活动得到关于死亡的确切答案，如死亡的真相、死后的世界

以及生死的保障。在生死学的领域，并没有权威，每一个人都是主角。但尽管如此，“死亡

图像”的活动却可以让同学们从“先行到死”中去练习面对恐惧、未知、以及面对内在的失

落与哀伤，也可以从古今中外的生死智慧中寻求某种支持，并尝试找出或建立自己的生死观。  

（二）死亡态度：积极与消极并存 

对生命的觉察及其对死亡的认知，既可以让人惊叹生命的神奇，但同时也可让人体会死

亡的无奈，而“人类的最大痛苦和最大智慧，是对生的偶然与死的必然的自觉自知，于是，

才有‘生’与‘命’的纠结，‘病’与‘康’的抗争，‘死’与‘亡’的事实与意义的二元

分殊，诞生对生命永续的期待，对无限与永恒的渴望”[11]。生与死作为贯穿人生始终的终

极性矛盾，迫使人们不断地探求各种应对破解之道，以摆脱生死难题的困扰：或者“以死观

生”，从死亡的必然性去探求生命的价值；或者“以生观死”，将死亡的议题纳入“生”的

总体范畴。对生与死的看法不同，就会造成不同的生死态度，有些视死如“归”、事亡如“存”，

有些则视死亡为陨灭和虚无，这些不同的死亡态度将形成不同的人生信念。 

透过对“死亡图像”的练习和讨论，可以帮助描绘者承认自身内在对死亡的情感和态度，

并承认死亡实际上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同的死亡图像，所呈现出来的死亡态度显然是不一样

的：有些同学所描绘的“死亡图像”是比较正向的，但有些却相对而言较为负面。比如，有

些学生可能受到一些诸如恐怖小说、电影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对于某些典型死亡影像，比如

骷髅、七窍流血、死者眼睛睁大等感到害怕；也有些学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鬼、

阴间等感到害怕。不过，也有些同学在那些具有宗教意涵（见表 6）的死亡图像中，发觉某

种具有安祥、光明、重生等意涵，与那些相对负面的死亡图像相较，这些学生对于死亡的感

受截然不同。另外，在涉及自然事物设想死亡情境（见表 4）以及具有抽象形上思维的死亡

图像（见表 7）中，也能发现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死亡态度，有些是通过雨天、树叶凋零等

图像凸显了死亡的悲伤色彩，而有些则是描绘了鲜花、云朵、彩虹等要素，表达了相对平静、

正向的死亡态度。因此，针对同学面对死亡的不同情感，在生死学的教学过程中，就需要在

总体把握主题的前提下因材施教。一方面需要在总体上对生命和死亡的本质进行探讨，尝试

用哲学、伦理、医学或宗教对生死、濒死等问题进行解读，并进行死亡理论的泛文化比较，

学生可以从中找到符合自己思想和情感的生死智慧；另一方面，还需要对同学们在濒死的态 

 

度及其引起的情绪和调试等问题上进行疏导，帮助其觉察日常生活中充斥在各类媒介中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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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事件，辨别某些负面信息，尝试运用有效的应对策略来处理其内在的心理冲突及其对死亡

的恐惧，进而形成正确的生死观。正向观念的形成，将有助于个人对生命赋予一种新的诠释，

并体会生命的意义及存在的价值，进而培养尊重、敬畏生命的情怀。 

（三）死亡观念：传统与现代交织 

生死问题是一个贯穿人生始终的终极问题，也是一个吸引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苦苦思

索的哲学问题。有观点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以至于人们对于死亡总

是持一种忌讳的态度。可事实上，死亡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传统社会可以说是一个

围绕死亡而组织的社会，丧葬和祭祀等相关礼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但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之内核却是生命哲学，无论是儒家的“死而不朽”、道家的“死而不亡”，

抑或是佛教所主张的“六道轮回”，都无不指向死亡的超越层面，并落实到“生”的永恒。

如果说儒家是在道德价值的开拓中超越死亡的话，那么道家则是在逍遥境界中对生死问题进

行审美观照，与之相关的道教却是在道成肉身的追求中寻求超克死亡之道，而以“了生脱死”、

“究竟涅槃”为目的的生死觉悟则是佛教死亡智慧的核心。儒释道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

主流文化，其关于生死的理论和智慧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大多数民众且根深蒂固。比如，不

少同学的死亡图像特别描绘了亲人环绕下的临终场景，以及典型的坟头烧香祭拜，这些带有

明显的中国传统丧葬文化的特点，而且凸显了“善始善终”的生死观。除了受到中国传统文

化的影响，学生对于生死的看法还受到西方某些文化传统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存在主义思潮

等影响，这些文化因子在生死问题上相对多元甚至相互对立，比如永生与幻灭、存在与虚无

之间的不可通约等。文化作为人最为本质的特征，其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同时又是深入持久

的，在某种情形下，某些传统文化因子与现代科技理论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碰撞，比如传统

“善终”的死亡伦理与现代医疗之间的冲突、死后归宿的有神论与无神论之间的争议、多元

的殡葬方式等。因此，展开死亡教育的过程中，既要在课堂教学这一微观环境中去引导学生

发觉那些具有代表性的、积极正向的文化要素，使其与现代技术、生命伦理相结合，也要在

宏观环境中结合社会不同文化群体对于死亡的态度和观点，进一步分析当前关于死亡的社会

语境，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生命化教育，形成生命教育的合力，共同构筑一种生命教育的“生

态场”。这一“生态场”既需要有文化力量作为内在的价值支撑，也需要统合相关社会资源、

凝聚社会各种力量作为生命教育的保障，合“内外”之力以唤起学生对生命的敬畏，领悟生

死的本质，从而树立起正确的生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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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教学活动参考了钟美玲在《生死学中的死亡教育课题》一文中所提到的“死亡图像”教学方法。详

见：钟美玲，生死学中的死亡教育课题[J]，《美中教育评论》，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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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ath Image" pedagogy in the course of 

"Life and Death Studies and Lif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uang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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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activity of ‘death images’ refers to a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that 

guides students to depict their imagined death scenes in the form of images.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teaching activity shows the individualized and 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face of death, and the dualistic structure of their cognition and attitude 

towards death: the death image of coexistence of imagination and fact, the death attitud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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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xistenc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nd the concept of death intertwined with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rough the ‘Death Image’ teaching activities, we can understand the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view of life and death from the micro level, and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ehind these views of life and death from the macro level. This activity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better carrying out lif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onstructing the environment of life education. 

Key words: death image,college students,the concept of life and death,lif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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